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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为期 40 天的春运中，预计有 90 亿人次出行。

熙来攘往间，春运的点滴故事、赶路人的记忆碎片，都折射出时代巨变。对流动中国的“节奏”

变化，不少人深有感触。

从绿皮车到动车“陆地舰队”，从泡面、馒头到“舌尖上的中国”，从“摩托大军”到自驾新能源汽

车……变化的春运，印证着时代的步伐，映照着人们不变的团圆情愫。

【一变】 出行

从一天一夜坐绿皮车到“打个高铁”回家

年近五旬的夏军在北京工作，每到年底，携家带口
回上海郊区与父母亲戚团聚，成了他心中一大念想。在
他记忆中，从北京到上海，曾经要坐 22 小时的绿皮车。

“人挤人，味道熏得头痛，有个地方落脚就很庆幸。”
2011 年 6 月，京沪高铁开通运营，京沪时空距离缩

短至 5小时内。
截至 2023 年底，铁路营业里程达 15.9 万公里，其中

高铁 4.5 万公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连接城市与乡村，
一次又一次铁路大提速，让春运回家路越来越近。

一大早，夏军和家人从地铁站出来到北京南站，有
条不紊通过安检进站、候车。11 时 29 分，他们抵达上海
站，一家人打上车准备回去吃团圆午饭。

【二变】 购票

从辛苦“跑断腿”到手机“点一点”

“一票难求”，是游子春运记忆中普遍的苦恼。
年过六旬的李永辉还记得当年春运抢票的“疯狂”

场景：在火车站、代售点，寒风刺骨中，等待购票的旅客
乌压压一片，从半夜一直等到天亮。

从堪称“爷爷辈儿”的硬纸板票，到后来计算机打印
红色软纸票，售票速度从几分钟压缩到几十秒。 2012

年春运，互联网售票全面推行，乘客购票从辛苦“跑断
腿”转变为手机“点一点”。

窗口、网络、电话等多种渠道的购票矩阵，以及更人
性化的购票方式，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诉求，也分散了购
票人群。

为了到湖北武汉的女儿家过年，李永辉尝试了“候
补购票”功能。今年春运，铁路部门对 12306 候补购票
功能进行了优化升级，进一步提高候补购票成功率。

【三变】 行李

从“大包小包”到“轻装上阵”

甘肃天水是西北地区劳务输出大市，近年来年均组
织劳务输转超 70 万人。每年春运期间，天水站、天水南
站就会涌入熙熙攘攘的人群。

天水站负责安检的铁路职工陈雄洵记得，刚工作那
会儿，务工人员出行主要是“三大件”：背着大包袱、肩扛
蛇皮袋、手提塑料桶。

“那时安检工作量非常大。”陈雄洵说，旅客行李笨
重复杂，铺盖卷、锅碗瓢盆、瓜果熟食，不一而足，需要每
件仔细查看，旅客取下背上也不方便，影响安检进站、上
车下车的效率。

如今，拉个皮箱、背个书包渐渐成为常态。从“大包
小包”到“轻装上阵”，陈雄洵注意到，人均安检效率至少
也提升了 2倍。

【四变】 候车

从拖家带口“打地铺”到喝着咖啡逛商店

“慢点慢点，别踩着我！”
年过五旬的苏州市民刘根荣回忆早年春运时，脑中

总蹦出“打地铺被人踩”的画面。

走进当下的苏州火车站，几乎不见旅客席地而坐。
有人刷手机和家人视频聊天，有人在“书香驿站”翻阅报
刊，有人在特产商店左挑右选，有人在领取自助下单的
咖啡……

“现在，候车环境大不一样了。”长期在苏州站工作
的潘玲说。在多地火车站，不少候车室化身特色“商业
街”。在北京站，不仅有老字号和潮牌，还能买到中欧班
列运回的跨境商品。

【五变】 检票

从人工打孔到“一秒过闸”

大连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刘晓云已在车站工作 20

余年。
“刚工作时，每名检票员都配了把小钳子，旅客出示

车票后，要仔细核对车次、日期等信息，然后在票的一侧
剪一个小口。”

春运客流大，在服务台工作的她常去检票口帮班。
刘晓云说，那时剪一张票要四五秒，至少要提前半小时
检票，旅客早早就得来排长队。

2007 年 4 月，动车组全面上线投入运营，中国开始
迈入“高铁时代”；接着推出磁介质车票，只需将车票插
进自动检票机，几秒即可完成验票。

2011 年 6 月起，“刷身份证进站”的无票时代来临，
带着身份证就能直接进站。

去年，大连站、大连北站对检票闸机进行升级，增加
护照、港澳通行证识别功能。旅客通过速度大大提升，
实现“一秒过闸”。刘晓云说，现在每个检票口只需一两
人引导，动车检票时间也缩短到开车前 15分钟。

【六变】 餐饮

从“泡面馒头”到品尝“舌尖上的中国”

“忍一忍，吃完火车上这顿，就吃团圆饭了。”
在南京客运段列车长颜晨的春运记忆里，坐绿皮车

返乡最难熬的，除了没地睡觉，就是没啥可吃。“那会儿
餐车还是烧煤加热的，盒饭刚起卖就被抢购一空。一到
饭点，茶水炉前排起长队，车里都是泡面味。”

自带泡面、馒头，就着榨菜、热水就是一顿饭，这是
曾经春运火车上的“标配”；那声“泡面饮料矿泉水，花生
瓜子八宝粥”也成为一代人的回忆。

“以前是吃饱就行，现在是‘舌尖上的中国’。”颜晨说。
他值乘的 G7584 次列车每天都要售卖上百份“定制

套餐”，旅客可以在手机上一键挑选地锅鸡、狮子头等地
方美食。到站后，热气腾腾的饭菜就送到了座位。

据上海华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介绍，2023 年该公
司冷链、热链餐食销售达 1505 万份，“长三角一小时热
链圈”已初步形成。

【七变】 如厕

从不敢喝水到卫生间物品一应俱全

改革开放后，铁路春运人数迅速上升。 1979 年的
春运，铁路旅客人次首次破亿，客流迎来飞跃式上涨。

沈阳客运段客运三队车队长赵泽强工作已 40 余
年 。 第 一 次 跟 车 时 ，他 最 大 的 感 受 就 是 ，“ 上 厕 所 最
麻烦”。

绿皮车时代的春运，车厢里人挤人。“不到三平方米
的小卫生间里，也站着五六个人。”

如今，高铁动车的卫生间有了质的飞跃。
赵泽强说，现在的动车卫生间里，感应式冲水的洗

手池、洗手液、纸巾等一应俱全，被誉为“金凤凰”的复兴

号还有更宽敞的无障碍厕所。那种“只能润喉、不敢喝
水”的窘迫早已成为历史。

【八变】 自驾

从摩托车大军到新能源车登场

浩浩荡荡的“铁骑大军”曾是春运中一幕牵动人心
的场景。

珠三角地区的繁华离不开数以千万计的外地打工
者。岁末年终难回家，“千里走单骑”便成了老乡们的选
择。顶风冒雨骑行十几个小时，只为那一份团圆的热
望。数据显示，最高峰时从广东返乡的“铁骑大军”规模
超 100万人。

“看似潇洒，其实为省钱嘛，危险又辛苦。”来自广西
的胡斌说，自己曾是铁骑一员，前两年改坐高铁加大巴，
今年则自驾新能源车回家。

在江苏苏州打工的王庆同样选择自驾新能源车回
徐州老家过年。数据显示，今年春运约有 72 亿人次自
驾出行。

“铁骑大军”逐渐退场，更多“绿色军团”已在路上。

【九变】 带娃回家

从出行不易到温暖归途

沈阳站美丽服务台工作人员寇丽已工作 20多年。
以往，独自带娃出行的母亲们非常不易：一边拿着

笨重行李，一边还要单手抱娃。遇到这种情况，寇丽都
会主动上前帮忙。最棘手的是遇到需要哺乳的母亲，客
运员要临时找个私密性好的房间，在门口守着。

2016 年，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发布，提出到 2020 年底，所有应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
所和用人单位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设施。

在北京，截至 2018年 11月底，公共场所设立母婴关
爱室数量近 400个，机场、主要火车站配置率达 100%。

沈 阳 站 的 候 车 室 也 有 了“ 母 爱 十 平 方 ”温 馨 小
屋。温奶器、微波炉、纸尿裤及接送站“一条龙”，更多
有 温 度 、人 性 化 的 设 施 和 服 务 ，让 宝 妈 们 的 归 途 多 了
一份暖意。

今年，气球玩具、图书游戏……厦门始发开往部分
方向的高铁列车专门设置了“遛娃舱”，缓解带娃家庭的
焦虑，也为孩子提供更多空间与自由。

从童趣满满的母婴整理台到一路有爱的无障碍车
厢，更多人群的需求已被“看见”。

【十变】 旅途

从“单向回家过年”到“哪里都是团圆”

如果说过去更多是“千辛万苦也要回家过年”，吃年
夜饭看春晚，有老有小、有说有笑；现在则更多有游有
赏、有逛有买。“游子变游客”逐渐成为春节新风尚。

同程旅行发布的 2024 年春节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
示，“北上看雪”和“南下避寒”成为春节假期关键词。

“旅游过年挺好！还能开眼界长见识。”来自吉林的
曹美凤和老伴订好机票，和在南京工作的女儿相约赴海
南过年，还准备在当地“买买买”一番。“我的春节，我做
主”，个性十足的年轻人，也正在重新安排“新年俗”“新
年味”。

时代更迭、春运嬗变。从“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到
“此心安处是吾乡”，春运背后折射出城市化进程的改
变，团圆的形式也在斗转星移间悄然变化。

“只要家人在一起，哪里都是团圆。”曹美凤说。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等十部门正在联合开展
2024 年“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为了让农民工安心过好
年，各地有哪些举措？记者在山东、河南、贵州、江西等地进
行了采访。

近日，中建三局济南市医疗康养综合服务基地建设项
目部举办“情系农民工 温暖迎新春”活动，将新春集市搬进
项目部，工友们在现场体验了剪纸、皮影戏、品尝年货等活
动，提前感受别样的年味。

“在外工作一年了，年前还能逛一下大集，很热闹！”建
设工人黎克均说，自己体验了剪纸，还给家人带了对联和
福字。

黑龙江哈尔滨市尚志市河东朝鲜族乡惠民村村民赵春
富冬天到河南辉县市五龙山滑雪场当教练，雪季之后回老
家种地。

“我已经在这个滑雪场干了 10 年，每年春节期间最忙，
所以 10 年没回家过年了。”赵春富说，“除夕大家一块儿包
饺子，初一老板会发红包，这些活动已经延续好多年了。”

五龙山滑雪场教练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20 多名教练
大部分来自黑龙江，有 10 多人是从农村出来的，公司每年
都会报销大家的往返路费，并根据绩效适当提高春节期间
的奖金。

除了因工作需要不能回家外，大部分农民工会在春节
前返乡。多地组织开展“点对点”包车、专列（车厢）服务等，
满足他们的出行需求。

家住贵州遵义市正安县的张先琼在广东打工多年，4年
前转行做家政后一直没回家过年。现在她已经乘坐返乡爱
心列车回到家中和家人团聚。这次回家，张先琼不仅给老
人小孩买了穿的、吃的，还准备了红包。

“没想到老家的团组织还包专列把我们接回家过年，对
我们在外打工的人而言太温暖了。”张先琼说，自己要更努
力工作，把日子过好。

据了解，这是共青团贵州省委联合共青团广东省委、中
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启动的免费春运直通车活
动，累计有 7707人报名，报名入口访问量达 35万余次。

春 节 前 后 是 农 民 工 换 岗 求 职 高 峰 ，一 些 地 方 通 过 组
织开展专场招聘会、做好与企业对接等，加强农民工就业
服务。

地处贵州乌蒙山区的威宁县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春
节前后，当地都会开展就业帮扶活动，为在家或返乡的务工
人员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近日在威宁县朝阳新城举办的招聘会上，100 多家企
业到现场设置招聘点，累计提供约 1000个岗位。“今年不想
出远门，来看看招聘会上有没有离家近，而且比较适合自己
的工作。”来自威宁县迤那镇的李文国说。

江西赣州市赣县区茅店镇农贸市场的返乡农民工招聘
会现场，同样人气旺盛。在这场由茅店就业之家组织的招
聘会上，8家企业带来 100多个普工、文员等岗位。

“最近有很多返乡农民工来找我们咨询，大部分年龄
偏大、学历不高，所以我们特意趁着赶集的日子，在农贸
市 场 举 行 招 聘 会 ，大 约 帮 助 40 名 农 民 工 达 成 就 业 意 向 ，
15 人 当 场 签 订 了 劳 动 合 同 。”茅 店 就 业 之 家 工 作 人 员 刘
建文说。

河南信阳市息县也是农民工输出大县，在广东惠州市

有 约 10 万 名 打 工 者 。 为 了 更 好 服 务 出 门 在 外 的 务 工 人
员，息县在惠州市成立了惠豫公益服务中心，帮助息县老
乡就业。

“成立 10 年来，我们跟惠州很多企业建立了良好关系，
企业会不定时向我们提供用工需求。”惠豫公益服务中心负
责人贾中原说，“每年春节之后是我们最忙的时候，需要满
足大量用工需求。”

岁末年初，既是农民工返乡高峰，也是农民工欠薪纠纷
易发多发时期。

2月 4 日，山东济南市商河县法律援助中心组织乡镇司
法所、法律援助律师等，开展法律援助下乡赶大集等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重点讲解了畅通农民工法律援助
绿色通道和对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案件优先受理、优先审
查、优先指派的惠民政策等，并围绕农民工讨薪维权解答相
关法律问题。“在外打工最怕遇到不给工钱的事，原来不懂
那么多法律，现在能有地方咨询咨询，心里很踏实。”一位农
民工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司负责人表示，将通过
做好春节前后农民工就业、培训、出行等多方面服务，加强
农民工权益保护和关心关爱，让广大农民工度过欢乐祥和
的节日。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让 农 民 工 安 心 过 好 年
————20242024 年年““春暖农春暖农民工民工””服务行动扫描服务行动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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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龙年未至而年味已浓，一场场文化盛
宴、一出出小戏小品和一件件文化年货，不断
丰盈着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彰显文化创新创
造活力。

2 月 7 日，游客在山西博物院挑选文创产品。
2024年春节临近，山西博物院推出多场展览和多款文创

产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文化活动精彩不断

岁 末 年 终 寒 潮 袭 来 ，却 挡 不 住 舞 台 上 的 精 彩 与 热
闹。陕西省武功县张堡村广场上，热闹的鼓点拉开演出
序幕，经典秦腔剧目逐一上演，演员们唱腔韵味十足，台
下戏迷拍手叫好声不断。

近期，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2024“戏曲进乡村”新春系
列演出在张堡村连演三天，《龙凤呈祥》《天官赐福》《九
江口》《五女拜寿》《赵氏孤儿》《狸猫换太子》《香山寺还
愿》等七部大戏以及两场折子戏，让群众过足戏瘾。

“戏曲的土壤在民间。哪里群众需要，我们的舞台就
在哪里。”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说，从 1月 22日至 3

月 6 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四个演出
团轮番上阵，走进西安、咸阳、宝鸡、
渭南等四个地市的剧场、乡村，为市
民群众奉献 66场精彩秦腔演出。

今 年 春 节 前 后 ，陕 西 省 组 织 开
展“欢欢喜喜过大年”2024 年春节主
题活动 1800 余项，全省 1574 家“两
馆一站”春节不打烊，持续举办文艺
演出、美术展览、阅读推广、文化论
坛等活动 200余场。

在 湖 南 ，各 专 业 院 团 将 开 展 大
型文艺演出活动 280 余场，各级文旅
部门将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700

余场，全省博物馆、纪念馆策划推出
156 项以春节文化为主题的系列展
览和年俗文化体验活动。

百姓舞台活力无限

“快看！龙来喽！”在孩童的欢呼
声中，一条“金龙”跟随绣球起身游
走 ，登 上 2024 年 安 徽 首 场 省 级“ 村
晚”的舞台。柯村舞龙、雉山凤舞、
宏村花灯等民俗文化表演，洋溢着
徽州古村独有的年味儿。

常住人口只有 500 多人的黄山
市黟县柯村村，却因为举办了这场

“村晚”，吸引来了 1500多人前来“围
观”。这些由群众自导自演的沾着

“泥土味”的文化节目，看得中国戏剧
梅花奖获得者汪育殊心潮澎湃：“‘村
晚’这方舞台活力四射，发自基层群
众心底的文化自信，最动人心。”

融合地方特色年俗和群众文化
活力，“村晚”成为展示乡村发展新
图景的窗口。今年共有 91 个示范展
示点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 2024

年春节“村晚”示范展示点名单，比
去年增加 17个。

近 年 来 ，群 众 参 与 文 化 活 动 的
热情与水平与日俱增，2023 年，全国
登记在册的群众文艺团队已经超过
46 万个，把舞台交给群众、让百姓站

“C 位”，已经成为众多文化工作者的
共识和努力方向。

近日，在西安市新城区文化馆下沉广场上，12 支群
众文艺队伍各展所长，唱歌、跳舞、器乐演奏等节目精彩
纷呈。

年过七旬的刘冬芹是喜洋洋葫芦丝团团长，这支平
均年龄超过 60岁的团队为了这次春节群众文艺汇演排练
了近 3 周。“优美的葫芦丝代表的就是我们老有所乐的生
活感受。”刘冬芹说。

“响应群众文化需求，我们打造了‘百姓舞台秀 出彩
新城人’的品牌活动，积极为群众创造展示自我的舞台。”
新城区文化馆馆长易婧说，“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去社
区调研，了解群众需求，更有针对性地做好服务。目前有
70多个群众文艺团队常年在文化馆里学习、排练。”

传统非遗火热紧俏

在传统文化与消费需求双向奔赴的热潮中，非遗正
在成为民俗活动和年货集市中群众追捧的“国潮”。

由文化和旅游部统筹开展的“古城过大年”活动已在陕
西榆林、山西平遥、广东潮州、四川阆中、河北正定等地陆续
启动，邀请市民游客在古城古韵中共享非遗之美、共品非
遗年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榆林将举办全国秧歌展
演、“冒铰媳妇”剪纸大赛、“回村过年”窗花剪纸打扮美丽
乡村活动等 200余项活动，打造年味十足的文化盛宴。

连日来，长沙非遗年货节上人头攒动。臭豆腐、小钵
子甜酒、传统酱卤菜等美食撩动着“赶集人”的味蕾，湘
绣、面塑、核雕挂件等产品吸引人们询价购买。“我们希望
打造一场传统与创新并存、年味与乐趣同在的非遗年货
节，让市民游客在赏民俗、品美食、购年货中感受新年氛
围。”长沙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馆长甘胜说。

非遗传承人也在用创新回应着人们的消费热情。铜
陵白姜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金如林提前一个月就开始为
春节市场做准备。“我们专门设计了‘姜来更好’‘好事姜
近’等年货包装，还推出了口味定制的新服务，预计春节
期间订单销售额近 300 万元。”他一边封装发货一边对记
者说。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院长吴理财说：“春节作为
中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
浓厚的民俗风情，非遗等传统文化的凸显凝聚了人们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